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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间不可限量。”刘东晓说。

而这意味着水富港门户建设的不断

推进，将会更好地发挥作用。

构建立体交通
推动互联互通

要更好地融入长江经济带发

展，与区域内各省（市）实现便捷

交通网连接尤为重要。近年来，云

南重视抓好交通网络建设，为长江

经济带区域内各省（市）的互联互

通夯实了基础。

2021年1月1日零时起，迪庆

州香格里拉市至丽江高速公路试

通车，结束了迪庆州不通高速公路

的历史。试通车路段为香格里拉主

线站至冲江河收费站、雄古收费站

至白汉场立交。该高速通车后，大

大缩短了丽江至香格里拉的通行时

间，开车1小时40分钟就能从丽江古

城到达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

1月16日，丽江到香格里拉铁路

正式启动长钢轨铺设工程。项目的

启动，标志着丽香铁路建设进入新

阶段。据丽香铁路项目总工程师罗

军华介绍：“全线属于无缝线路，

争取今年底实现通车。”

丽江、香格里拉是云南在长江

经济带上的重要部分，丽香铁路建

成通车后，将结束迪庆州不通铁路

的历史，也将补齐滇西北地区铁路

网络和运输服务短板，把大理、丽

江、迪庆连在一起带动沿线旅游和

经济社会发展，也让迪庆与外界的

联通变得越来越便捷。

在公路建设方面，云南“七出

省五出境”放射型骨架高速公路初

步形成。“七出省”通道中，除滇

藏通道外，全部实现高速化；“五

出境”通道中，除猴桥和清水河通

道外，云南境内段实现高速化。作

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云南省规划

的“八出省”铁路通道，目前已有

6条建成通车，包括连接四川的成

昆、内昆铁路，连接贵州的贵昆铁

路、沪昆高铁，连接广西的南昆铁

路、云桂铁路。“五出境”铁路通

道中，从昆明到越南的昆河线已建

成通车；大理—瑞丽口岸、玉溪—

磨憨口岸两条铁路建设正稳步推进。

同时，随着云南省航空网的

快速发展，处于全国交通末梢的云

南，在空中独领风骚。目前，云南

省建成运营15个民航运输机场，是

全国拥有机场数量较多、等级较高

的省份。

依托长江经济带“黄金水道”

建设，云南统筹推进高速公路、铁

路、航空、航道和港口等建设，路

网、水网、航空网全面开花，构建

起立体综合交通网络，与长江经济

带省（市）之间搭建起一座通力合

作、互利共赢的桥梁。

承接产业转移
促进优化升级

2020年6月14日，在富源工业

园区云南富源今飞轮毂制造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今飞公司”）车间

内，工人们正在抓紧生产，满足订

单需求。

令云南富源今飞轮毂制造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晋高没想到的是，

2020年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但公

司的订单比2019年还多。

今飞公司是富源工业园区2016

年引进的企业。该公司创下仅用10

个月完成建设，实现当年签约、

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纪录，是富

源县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的缩

影。这也是云南与长江中下游区域

省区进行产业合作，实现产业转移

的一个典型案例。

“富源县委、县政府很有诚

意，我们有什么困难，都是实打实

地帮助解决。”陈晋高说，这让公

司在当地发展信心十足，2016年来

富源建厂，第二年就追加了500万摩

托车轮毂生产线，第三年又追加了

300万汽车变速器生产线，产品远销

印度、越南、泰国等多个国家。在

今飞公司的辐射下，目前富源县已

有5家上市公司。“刚来的时候，我

们还要到昆明去买包装纸箱，现在

园区引进了生产纸箱的企业，大大

方便了我们。”陈晋高表示。

富源县工业园区办公室主任桂

俊松说，富源县在服务好落户企业

的同时，把目光聚焦到他们的朋友

圈、客户圈，充分了解关联产业、

合作企业。通过今飞公司累计引进

浙江金华、广东江门等地47户企业

到富源县考察洽谈，其中签约项目

7个、落地项目5个，计划投资55亿

元。2020年，富源工业园区产值达

150亿元。

在云南，不仅是曲靖市，同处

于长江经济带区域的昭通市，也为

产业转移作出了积极努力。在滇、

粤两省的推动下，双方通过对接洽

谈和友好协商，亚洲制鞋龙头企业

华坚集团于2017年1月12日与昭阳

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成为

首家入驻昭通市昭阳工业园区的企

业。此外，该集团计划投资5000

万元，利用昭阳工业园双创园区的

标准化厂房，建设鞋面加工生产项

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000

万元以上，解决当地500人以上就业。

随着各类生产要素和资源的

自由流动，云南作为长江经济带上

游地区之一，立足自身战略资源优

势，逐步成为资金、技术、劳动力

的接纳区。

“十三五”期间，云南省积极

主动融入和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

取得明显成效。从2016年至2020年

11月，代表全球先进制造水平的

绿色铝、绿色硅龙头企业在云南落

地发展，一批电子信息、食品、医

药、装备等优质企业在云南投资兴

业，电子信息及先进装备制造等新

兴产业在云南呈较快发展势头。


